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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严 励

贿赂存在机理的经济本质及管理对策探析

贿赂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在千其独特的利益诱惑。 贿赂对千受贿者、对千行贿

者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贿赂从其存在的对象来说，常常发生在企业与企业成员、企业与政府

机构成员、企业与社会个人之间。 为讨论方便，本文所探讨的行贿受贿仅将主体限定在政府成

员与企业之间。下面从三个方面探讨一下贿赂存在的机理．及其与经济学四个基本要素：欲望、

稀块、抉择和效率的关系，并对治理贿赂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贿赂产生的经济本质

贿赂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根源，我们从贿赂的参与者本身来作一下探讨。

L贿赂对千受贿者的作用及其存在机理。 作为受贿者｀往往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他能够在

受外界金钱或其它条件刺激作用下，对本人的职责作出违法性
”

变通
“

，并操纵某种活动的客观

性和公正性。受贿者之所以接受贿赂，与其自身的需求有关。需求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能心理感

觉．表现出欲望的无限性特点。 同时又由千个人所能支配的货币的有限性决定了需求的有限

性，即需求必须建立在可支付的货币能力基础之上。人往往根据自身能力区分各种需求的高低

顺序。 一个人的需求因此而被划分为不同层次。 这里我们摒取流行较广的A•H•马斯洛和F

·赫茨伯格的需求模式来分析贿赂对受贿者的作用。人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诸如衣食住行等

以一定生存环境和收入来源为内容的个人生活的同时，同样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欲望。所谓

＂饱暖思淫欲
”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个人需求的不满足一方面来源于对高层次需求的渴望，另 一

方面来源千对较低层次需求满足感的边际减少趋势。 赫茨伯格模式所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

中对千工作安全感、工作环境、工薪和个人生活工作上得到承认或提升等问题，耽心受到他人

介入的作用，使现有需求满足程度出现下降趋势，即称之为需求满足感的边际减少。 此时这种

人将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并寻求解决方法。 他们为使个人低层次需求满足不至千出现边际减

少，为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满足个人需求目标， 一部分人可能并不想采取按步就班的螺旋上

升的需求满足道路，而是试图采取各种手段缩短需求层次跨度，跨越部分低层次的需求，直接

达到较高需求。当外界有着强烈的物质刺激时，人往往在自我实现需求与安全需求、社会需求、

尊重的需求等不同层次的需求作出选择。显然需求层次越高，人的欲望满足程度越大。 受贿者

正是仅从这种主导动机 一－ 欲望满足程度的角度出发而接受贿赂的。 受贿者在比较了贿赂带

来的风险、交易成本与预期收益之后．从而实现由权力到金钱和欲望的惊险跳跃。

2. 贿赂在企业中产生的机理及作用。企业行贿，存在同样的过程。但这时其寻找的解决办

法是施行贿赂。 企业行贿仍存在与受贿者相同的需求动机，但又有不同之处。 企业行贿，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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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打通交易控制的关节点，获取交易信息，增加进出市场的自由度，从而嬴得垄断收益。

然而以上这些需求仅构成了企业行贿的条件，真正使行贿出现的是企业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

本的利益驱动。

对千企业来说，行贿的利益驱动表现为两种利益动机，一是行贿的成本低于通过正当竞争

所需的交易成本，二是行贿后所得利润大千正当途径所创造的利润，只有具备了这两点企业才

有可能为维持并发展生产而行贿。 这是企业行贿的直接利益驱动。 那么企业行贿对其生产有

无影响呢？影响困然存在，也应看到，企业行贿尽管额度大，但并不是无原则的庞大，它仍以尽

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和目标。 在等资源情况下，要使企业能获得最大的产出量，即获得

最大程度的效用满足，那么必须在两种生产组合间作出合理抉择。我们利用它来分析一下贿赂

与生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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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AB表示生产可能性边缘。 显然，这里，由于产品X的产出绝对收益为零，如

果企业对于两种资源利用组合的边际转换率 MRTxv = -dY/dX 越小时，企业获得的净收益

越大，即企业的效用满足越大。 企业的行贿往往是建立在 MRTxv最小化的基础上，由此可见，

尽管贿赂的绝对数额较大，但其所带来的商品生产收益更大，这一关系是企业行贿存在的前提

条件。

让我们利用等支出线进一步分析这一 问题。（如图 2 表示）。 当企业利用其资源从事商品

生产和贿赂，图中总支出M>H>N，然而由千M点越出了资源可能，而N点未达到最大的效

用组合，都没有 H 点充分利用资源，并达到最大效用组合经济。由预饵方程 M=PxQx+PyQ,,

知斜率为一几／Py，当且仅当几Qx = O 时商品生产 Y 才是最大产拉。 因此，企业为追求最大产

批，在凡既定条件下，必须尽可能减少对贿赂的投入。 可见，企业行贿正是为追求更大预期利

润基础之上的。

另外，市场竞争者的利益追逐也是促使企业行贿的条件。当市场其它竞争者为争夺市场自

由出入权，获取垄断收益时，企业必然考虑参与竞争的机会成本与收益。 正如贩毒等现象尽管

背弃社会公理，但因其利益巨大而仍然存在一样。贿赂将给企业带来的机会收益远大千机会成

本，这种纯利益关系使企业往往放弃在道德方面的社会责任。

二、治理贿略的对策分析

贿赂，作为一种违反公平、效率和稳定的市场原则的社会现象，给整个经济带来严重的冲

击。 在现阶段的我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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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贿赂紧密与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联系在一起，它的出现严重削弱了政府威信。 政府官员

由千掌握着调控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权力，使某些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紧俏生产性资源及项

目、配额等指标作筹码，进行权钱交易。这种行为败坏了政府的形象。2．贿赂使一部分企业嬴

得不合理生产条件，使市场经济运行发生扭曲。 市场的原则是效率、公平和稳定。 贿赂则使得

企业处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某些企业因行贿而获得了先天的垄断，并使与其竞争的企业处

千被动的地位。社会资源 流动被人为阻碍，经济效率无法得以体现。3．贿赂使一部分人未通过

合法手段获取合法 收入，它所引起的错误
“

示范效应“使社会风气呈恶化趋势。

贿赂危害如此之大，但 因其利益驱动力之强，又使 人难以舍弃。 那么如何治理贿赂这一社

会现象呢？

对策之一 ：使贿赂合法化、公开化。

综上所述，维持现状是行不通的。 而治理贿赂，应围绕着社会公平和竞争平等两个方面来

作出选择。那么使贿赂合法化这一极端观点是否有益于解决问题呢？笔者认为，这是很难办到

的。 一 旦贿赂合法化，那么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急剧扩大。 首先它使企业成本大幅度攀升，

导致边际成本增长迅速。我们知道，“只要增加的产扯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我们的利

润就是增长的。 ……但是，一旦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我们是减少产量 ”O。 如果商品价格的

增长与产批的降低同步的话，利润可以维持，而事实上商品价格无法作到这 一点，那么当边际

成本迅速上扬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间差额也随之迅速拉大，企业收益将越来越少（相比

预期的利润增长而言）。其次，这会破坏资源合理流动，资源总是从效率低的企业流向效率高的

企业，而行贿者往往是低生产效率竞争者，那么行贿必然使资源逆向流动，影响了整个国民财

富的增长。 再次，受贿又加剧了公共权力机构的腐败，损害了政府在宏观上调控管理的经济形

象，这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对社会起着错误的导向作用，对千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百害

而无一利。 由此可见该观点无法立足。

对策之二：使贿赂完全消失。

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使贿赂消声匿迹，才能有利于社会公平与市场平等的原则发挥作用、

这是众望所归，然而在当前社会只能是 一种追求，而无法实现，原因在千：其 一，社会文明程度

的不完善性。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与 人类本身的文明进步紧密相联，然而贿赂现象的产生，·根源

在千人自身。 当前的文明教育，还无法使每个 人树立高尚的社会公德意识，并在行动中严格履

行社会准则。 这种由千人而产生的丑恶现象，不可能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骤然消失，它将是 一个

漫长的历史过程，贿赂的消失将随 人们道德的提高而逐渐消失。 其二，社会体制的不健全。 各

种法制制度的建立是为了规范社会 成员的行为，但其制度也并非齐全完备的。新旧体制转轨造

成的空隙，多种经济 成分并存条件下权力约束机制的缺乏，都对行贿受贿创造了生存的客观环

境， 因此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还无法完全消除贿赂。

对策之三：当前的取向建议。

将贿赂公开化、合法化固然不行。 让其立即消失又不可能，那么如何治理这一现象呢？笔

者认为，应根据以下理论加以治理。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有完整性和延续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其目标函数一般由三种子目标及

变批构成，常表示为Y=FCIX,HX,DX)，这里，IX表示独立自利变屈，其值与其他人利益零相

关；HX表示利他收益变世，其值与他人利益正相关；DX表示损人利已变批，其值与他人利益

负相关。这三种变批的具体取值及在总目标中的权重如何，经济人以何种行为方式追求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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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要受制度环境、社会的约束程度、个人偏好结构和个人素质差异等时空要素的制约。贿赂
的参与者当然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一 种违法行为。 其 对违法的预期效用可定义为

EUi=p尪(Y} 寸）＋（1-pi)Ui(Y,).

这里况表示违法者j从违法行为中获得的货币及心理方面的收益；U』 表示其效用函数； t 可
以理解为｝受到惩罚的货币等价物；R表示每桩违法的定罪可能性。

可见，由于减少违法者 对违法行为的直接获利YJ比较难以达到，而加强法制约束，通过社

会教育改变人们对利己、利他的比例结构是可能的，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三个角度治理贿赂

现象：
1.加强国家干预和引导。贿赂产生的经济根源和历史根源是多重的，它的存在严重影响

着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的最高调节部门，必须发挥其对各种经济现
象的管理职能，引导整个国民经济朝着健康、有序的目标发展。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限制企业与公共权力机构间发生贿赂的可能性，并对现实中存 在的贿赂间题确立逐步消除的

总体目标。 国家可以将隐蔽的行贿受贿行为公开曝光，加大公共利益教育的力度范围，创造使
其失去赖以生存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通过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对交易行为合法性的管

理，控制贿赂产生的经济环境。
2.增加公共权力机构工作的透明度。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派生千公共权力和自私心。一

旦公共权力失去严格监督、惩罚性威慑以及利公心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必然贪污腐败成风气
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比比皆是。加强权力机构的廉政建设，关键在于使权力机构的服务宗旨紧密
围绕着促进和维护社会经济健康的发展。 增加公共权力透明度的目的，对千企业来说，就是允
许企业自由进入贸易领域．为企业创造平等的外部竞争条件。即使 在有限制的领域内竞争、也
应有相对合理的限制规定，保证竞争的公正性。 通过 对经济管理机构的监查和监督，及机构本
身定期不定期地公布运营状况和市场信息服务，防止贿赂的产生，使公共权力机构工作正常有
效地开展。

3.鼓励企业依法经营。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企业经济运行的质世高低，是衡员经济效率
的尺度，消除贿赂现象，必须依靠竞争 主体的洁身作用。要鼓励企业依照有关法律合法经营，对
于影响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行为，要支持企业依法得到保护和补偿。对于需保持良好关系的
机构，企业可采取馈赠的形式，将代表本企业信誉的纪念性礼物送给有关人士，这种行为的目
的并不是贿赂，而主要在于宣传企业形象。 必须注意的是要降低礼物在经济上的价值，增加其
纪念和广告意义，从而将可能存在的索贿者的需求欲望满足感限定在低层次。 另外，要加强对
企业财务的监控和审计，防止企业乱摊成本和费用，限制企业行贿开支的来源。
注释：

＠［美］萨缪尔逊，诺德衮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92年，第851页．

＠程恩富，“公平、效率与经济分析 一一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二 ＂ ，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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